
““用快门定格双眸用快门定格双眸”“”“让让
浩瀚宇宙在你的眼里遨浩瀚宇宙在你的眼里遨
游游””……近期……近期，，一些主打虹一些主打虹
膜写真的摄影馆在多地悄膜写真的摄影馆在多地悄
然兴起然兴起，，各类社交平台上的各类社交平台上的

““种草种草””帖帖，，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去拍摄打卡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去拍摄打卡。。这种这种
写真通过拍摄人眼内的虹膜写真通过拍摄人眼内的虹膜，，再经过后期渲染后就再经过后期渲染后就
能得到一幅独一无二的虹膜写真照片能得到一幅独一无二的虹膜写真照片。。虹膜写真虹膜写真
的话题冲上热搜的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热议引发热议。。

虹膜写真火爆出圈可谓虹膜写真火爆出圈可谓““虹虹””极一时极一时，，但专家提但专家提
醒醒，，虹膜的纹理特征包含着一个人独一无二虹膜的纹理特征包含着一个人独一无二、、终生终生
不变的个人信息不变的个人信息，，拍摄这类写真拍摄这类写真，，很可能导致隐私很可能导致隐私
信息泄露信息泄露，，““膜膜””因此后悔一生因此后悔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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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膜写真悄然兴起
眼睛里有星辰大海，仿佛宇宙银河系的深处。随

着科技发展，摄影艺术也在不断创新。近期，虹膜摄
影艺术表现形式悄然兴起，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
尚。“超越传统的肖像摄影，聚焦于眼睛这一灵魂之窗
的细微之处。”商家打出的宣传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人们追求个性化表达的需求。

虹膜写真这个名字听起来颇具科幻感，实则没那
么复杂。到底什么是虹膜写真？虹膜是指瞳孔到眼
白之间的一圈，所谓“虹膜写真”，就是用微距镜头相
机拍摄眼睛中的虹膜部分。通过后期调色，将虹膜的
纹理和色彩表现得更为细腻生动的写真照片。

虹膜照片会被渲染成沙漠、宇宙、海洋等自然景
观，创造出独特的视觉效果，连同一张证书和相框交
付到大家手中。其实，在海外市场，虹膜摄影并不算
是一件特别新鲜的事情，在今年下半年，这股风潮随
着一档综艺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在今年7月播出的一
档综艺中，嘉宾路过法国街头的瞳孔摄影店，花费50
欧元，拍摄了一组名为“尘土里的钻石”的虹膜写真，
效果惊艳。节目播出后，短短几个月，类似的虹膜写
真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开遍全国各大城市。

小陈（化名）就是虹膜写真的尝鲜者。“到店后在拍
照之前，他们会先给我一张酒精湿巾，擦一下垫下巴的
地方。周围光很强，拍照的时候需要瞪大眼睛，过程中
光线会聚焦到眼球，有点流眼泪，不过很快就结束了。”
小陈表示，在现场等待约40分钟就可以取到成片。小
陈觉得自己的虹膜写真效果不错，“愿意为体验感买单
的人会很喜欢这种有仪式感的新摄影艺术”。

记者通过查询发现，社交平台及团购平台中，虹
膜写真类的笔记及团购已有网友进行了分享，而像小
陈这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成都一家从事虹膜写真摄影的商铺工作人员介
绍，根据照片尺寸和不同风格，现场立等可取的虹膜
摄影价格在100元到400元之间。商铺老板称自己从
2016年就已经开始关注虹膜写真摄影，“当时还不流
行，一直也没有市场，近一两年火起来之后自己开的
线下门店。”

虹膜信息独一无二
指纹、人脸、声纹、虹膜等生物识别信息，具有防

伪性能好、私密性强、随身“携带”等优点，可以提高服
务效率，给生活带来便利。但这些敏感个人信息一旦
遭到泄露或非法使用，危害巨大。

每个人虹膜上都有非常丰富的斑点、条纹、褶皱
等特征，虹膜和指纹一样，常被用于生物信息识别。
这类写真是对准瞳孔拍摄的，一些网友充满好奇，但
引发担忧：“这类写真真的安全吗？”

外观上看，虹膜是眼球中心的瞳孔和眼白之间的
圆环状薄膜。不同人种，虹膜的颜色不同，因为虹膜
的颜色取决于它所含色素的多少，多亏了虹膜的功
劳，让人们拥有了黄、蓝、棕、灰等多彩的眼睛。对着
镜子，仔细观察我们的眼睛，瞳孔随着光线的强弱，放
大和缩小。虹膜的纹理清晰可见，斑点，细丝，条纹等
这些细节特征，在出生之前，就以随机组合的方式确
定下来。一旦形成，终生不变。

“目前，在所有生物识别技术中，虹膜识别是识别精度
最高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之一。相较于人脸识别，虹膜识
别技术具有更高的精确性、稳定性、隐私性。”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工程师郭苏敏表示，虹膜作为人
体内部器官之一，包含一系列个体出生后就基本固化的复
杂纹理特征，难以轻易获取且几乎不可能被复制或伪造，
因此具有唯一性、安全性、稳定性等特性。“虹膜图像采集
需特定的虹膜采集仪支持，对设备的要求较高。”虹膜写真
的微距镜头可能无法完成虹膜信息的采集。

有从业者表示，虹膜识别需要通过活体检测，捕
捉眼球运动轨迹来进行识别，而虹膜写真是静态的，
而且后期还会进行艺术渲染，无法做到生物识别。“虹
膜写真和虹膜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

对此，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网络安全学院教授徐明
表示，虹膜和人的指纹一样，其纹理特征包含着很多

独一无二的个人信息独一无二的个人信息。。
尽管虹膜写真和虹膜生物认证在硬件尽管虹膜写真和虹膜生物认证在硬件、、软软

件和技术原理上并不完全相同件和技术原理上并不完全相同，，但不排除有别但不排除有别
有用心的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虹膜的写真照片有用心的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虹膜的写真照片，，
结合相关技术手段对虹膜生物认证系统进行结合相关技术手段对虹膜生物认证系统进行
破解破解，，个人虹膜信息一旦被泄露个人虹膜信息一旦被泄露，，有可能终生有可能终生
无法弥补无法弥补。。““对于拍摄的虹膜写真对于拍摄的虹膜写真，，尽可能不要尽可能不要
在公共场合展示在公共场合展示。。””徐明特别提醒徐明特别提醒。。

谨防个人隐私泄露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飒指出，虹膜

是生物信息的一种，一旦被用在不法途径，会使消费者
的个人隐私受到侵犯。虹膜写真照片如果单纯作为艺
术品，并在消费者本人同意情况下拍摄，商家可以免除
侵权责任。但商家若利用拍摄底片获取不法利益，则涉
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主要体现
为犯罪者实施窃取、买卖等行为，且情节严重。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敏感个人信
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
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
人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一旦泄露或者被非法使用，
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
安全受到危害。

肖飒律师建议，商家和消费者双方应在拍摄前签
订合同，达成相应的权利义务划分。内容包括经被拍
摄者同意，商家方可采集虹膜这类敏感的个人信息，
避免后续纠纷；并且商家应承诺不得将消费者信息用
于其他用途，否则追究其法律责任。“任何事物都有两
面性，虹膜写真带来新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新风
险。加强法律保障，让新兴事物在法律框架内运行，
才能使其健康发展。”

上海博和汉商（杭州）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名
誉主任律师邵斌表示，虹膜写真照片如果单纯作为艺
术品，并在消费者本人同意情况下拍摄，不涉及侵犯
隐私。但商家若利用拍摄底片获取不法利益，则涉嫌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当心视网膜受损伤
此外，也有很多人关心，虹膜写真使用的拍摄设

备和技术，会不会对视力产生负面影响?
浙江省眼科医院杭州院区眼底病中心教学副主

任郑斌表示，虹膜写真一般都是可见光拍的，大部分
都是弥散光，所以对眼底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因为
拍摄过程是接触式的，脑袋、额头、下巴放在托架上
面，如果前面一个顾客存在红眼病等眼部传染病有可
能会造成传染。

医生提醒，商家或消费者在进行虹膜拍摄前，一
定要做好清洁工作，将托架彻底消毒，以免互相传染。

浙中医大二院眼科主任俞萍萍表示，虹膜写真的
原理是将虹膜的局部放大，呈现出细微的结构，在医
学上已经广泛应用，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人眼造成伤
害。但由于拍摄瞬间往往需要强光照射，如果光线过
于强烈，瞬间光能聚焦，还是有可能对视网膜造成光
损害。“建议在拍摄时，眼睛尽可能避开强光，更不要
注视光源，也不建议经常拍摄。”

浙医二院眼科中心副主任韩伟也表示，如果拍摄
时需要强光照射，且时间较长、反复照射，对本身有眼
睛疾患的可能会有损伤。因此不建议有角结膜炎、眼
底病变等眼病，或近期刚接受眼科手术的患者进行虹
膜写真。

消费者与商家均需建“防护栏”
受访人士表示，年轻群体追求以虹膜写真为代表

的新潮流无可厚非，但要警惕并防范由此可能产生的
安全风险。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消费者并未意识到拍摄
虹膜写真可能泄露个人信息，也没有和商家确定底片
如何保存、处理等。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
室副主任何延哲说，虹膜写真成片经过一定的后期修
饰，用于生物特征识别的特征点位会被掩盖，但底片
上的相关信息依然被清晰记录。“消费者应就相关问
题提前与商家沟通，并尽可能避免在社交平台上发布
原始照片。”

考虑到目前使用虹膜识别技术的岗位大多具有
敏感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左
晓栋等安全专家建议，已在使用虹膜识别技术的人员
应避免拍摄虹膜写真，对平台通过算法推送的虹膜写
真广告保持警惕。

此外，虹膜写真从业机构应严格落实国家对敏感
个人信息的处理要求。商家处理虹膜信息时，需满足
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等条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
承担保护个人信息的相关法律义务。

综合新华社、央视网、中青报等

一家虹膜写真馆内的虹膜照片采集设备 新华社发

一家虹膜写真馆内展示的虹膜写真效果图

网络上的虹膜写真 某社交购物平台截图


